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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教学质量关乎学生妇产科护理技能以及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中国许多高校为了响应中国高素质

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开展护理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引入

CBL+PBL教学模式以改变传统教学的弊端 [1]。为此，为了

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在对分课堂教

学基础上，同时引入 CBL+PBL教学模式。对分课堂融合

CBL+PBL模式的教学模式，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加强学生对有关知识的掌握。论文即以笔者所在学校护理学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讨论对分课堂融合 CBL+PBL教学模

式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本次研究随机挑选 2019届与 2020届笔者所在学校

180名护理学学生作为受试者，其中 2019届学生记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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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女生 87名，男生 3名，年龄在 18~20岁，平均值为

（19.14±0.32）岁。2020届学生记为实验组，女生 86名，

男生 4名，年龄在 18岁至 20岁之间，平均值为（18.97±0.29）

岁。两组受试者在性别结构、年纪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具有可对比价值。

两组受试者接受不同的教学模式。其中对照组学生接

受传统教学模式，结合学期教学大纲之中有关妇产科教学的

内容采用大班教学模式，课堂教学工作中，教师作为课堂的

主体与核心 [2]。

实验组学生接受对分课堂融合 CBL+PBL的教学模式，

同样以教学大纲作为核心教学目标，结合妇产科护理期间产

生的妊娠期并发症以及生殖系统病症等有关护理教学内容，

运用 CBL+PBL的教学模式，具体方案如下。

经典案例的介绍

教师需要结合妇产科教学具体内容挑选更为适合且特

应性高的护理案例作为课堂教学案例，病例选择不可过于简

单或是困难，需要为学生预留足够的思考时间与空间 [3]。同

时，教师应保证比例资料的完善、全面，结合病例资料予以

整合性研究，可以联合妇产科高职称医护人员共同对病历内

容进行适当的修改，使得病历更为适合开展教学。

课前分析

教师在上课之前便可将病历发放给学生，要求学生在

课前自主针对案例进行研究与分析，也可引导学生分为多个

小组共同进行探讨与分析，例如，结合学号或是寝室进行分

组，指导小组针对病历开展病理判断、护理重点、护理流程

以及预见性并发症的方式方法等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并要求

学生预先预备有关资料。

课中分析

教师在课堂中应该予以合理的引导，要求学生介绍与

本组对病例的护理流程与方案，并进行实际操作，教师针对

各组研讨结果进行总结与分析，针对学生案例分析的优势

予以表扬，同时及时矫正学生错误操作，并作出正确示范。

而针对许多难以解决的案例，教师不应直接告知学生解决方

案，而是需要为学生提供思维引导，指导学生自主搜索有关

文献，直至解决案例问题。

课后练习

课后，教师需要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同时指导学生

积极进行思考与研究，总结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下节课

程中提问，由教师予以解答。

本次研究评价指标包括护理学生最终考核成绩以及学

生对教学工作质量的评估三项指标，最终考核成绩在学生完

成该课程学习后即进行检测，分为操作考试与理论考试两

项，均为百分制，分数越高，即证明学生知识掌握更为理

想。课程结束后，要求学生对教学工作质量评估细分为个案

分析、职业素养等多个指标，同样采用百分制，分数越高，

证明学生对教学质量评价越高。

本次实验全部数据均运用 SPSS18.0统计学软件予以统

计与分析，计量资料通过（ sx+ ）形式表示，行 t检测，计

数资料通过（%）表示，行 X²检测，检测显示 P＜ 0.05，

即证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就本次研究结果而言，实验组学生不管是理论考核成

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数据差

异显著（P＜ 0.05），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

（ x ±s，分）

组别 操作考核成绩 理论考核成绩

实验组 91.4±5.3 83.5±3.1

对照组 78.4±6.1 74.2±7.2

t值 15.262 11.255

P值 0.001 0.001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各项指标评分均较

对照组更高，两组之间数据差异显著（P＜ 0.05），具体情

况如表 2所示。

（ x ±s，分）

组别 自主学习 职业素养 个案研究 安全护理 独立思维

实验

组

85.21±

11.35

83.15±

11.02

83.24±

11.01

80.48±

10.71

86.36±

10.74

对照

组

69.59±

9.74

70.48±

10.83

70.55±

9.75

68.71±

9.75

73.44±

10.35

t值 8.025 7.797 8.316 7.713 8.234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妇产科护理教学改革将教学区分为三个环节，即教学、

吸收以及研究，教师预留一部分课堂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自

由进行讨论，在讨论之中慢慢吸收，实现师生之间对分课堂

的教学模式 [4]。

教学期间，教师不拘泥于教材之中的内容，仅把控基

础的框架以及重点与难点；吸收环节中，学生结合个人特征

以及实际情况，课后独立开展学生，按照个人节奏完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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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内化与吸收；讨论环节中，学生在课堂中分组开展讨

论与合作性学习，通过彼此的交流加深对有关知识的了解与

认识 [5]。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还需要引入 PBL+CBL教学

模式，在妇产科护理教学之中引进病例开展教学，可以使得

护理有关问题更加直观且生动，将现实问题作为引导，可以

使学生病例分析更加富有逻辑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有

关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技能，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与主动性，帮助学生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等，短期便可获得十分理想的教学效果。

就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对分课堂融合 PBL+CBL

教学模式的学生不管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操作成绩，

均高于接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学生（P＜ 0.05）。同时，接受

对分课堂融合 PBL+CBL教学模式的学生对教学质量评分也

明显高于接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学生，两组之间数据差异显著

（P＜ 0.05）。由此可见，对分课堂融合 PBL+CBL教学模式，

确实可以显著提高整体比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妇产科护理教学教师应采用对分课堂融合

PBL+CBL的教学模式，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得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理论知识以及实

践技能，该教学模式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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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所以在企业战略管理教学的改革中需要将创业教育的

实践应用到该课程的教学中。实践出真知，通过组建创业团

队，编写创业计划书等实践活动不仅可以巩固同学们在课堂

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可以让同学们对该课程有更深层

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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